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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新闻壹段壹段评评

准确定位，职教发展才能迎来“春天”
首次在本科批次招生，就成为录取榜上的一匹“黑

马”——近日，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因高录取分数引发社会关
注。据媒体报道，该校今年物理类投档最高分数达595分，最
低分555分，力压部分老牌本科院校，在广东省内高校（物理）
排名第12名。

职大首次本科招生，录取分数力压老牌本科院校
成为“黑马”，源于其专业前沿对口，产教研深度融合的
自身定位和发展路径。据了解，深职大今年首次招生
的6个职业本科专业均与电子信息业及深圳战略性新
兴产业高度匹配。此外，该校还与华为、比亚迪等头部
企业进行了深度合作。准确的职业教育发展定位让深
职大毕业生在“大厂”能够实现高质量就业。深职大对
学生职业发展的精准定位不仅拓宽了学生的职业发展
前景，更淡化了职教偏见，给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可资
借鉴的样本。

王恒 整理点评

权力寻租须严惩

近日，“24个乡镇在一家打印店花了174万元。”一起违
纪典型案例通报，引来公众高度关注。通报指出，2018年至
2021年，余志辉在平江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指挥部督导办工
作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向相关乡镇打招呼，要求对其子余某某
经营的文印店生意予以关照。要求全县24个乡镇均按其要
求在该文印店制作人居环境宣传册、公示牌等资料，共计174
万余元。

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亲属谋取私利，属于典型的权力
寻租。督导办本就在相关领域具有监督和指导之责，身
为工作人员更应洁身自好，以身作则，但当事人却利用
职务之便上下其手，这样的害群之马应当严惩。基层腐
败侵蚀人心，群众对其深恶痛绝，必须给基层权力立好
规矩，对基层权力腐败常抓不懈，才能营造风清气正的
良好基层政治生态，让人民群众放心满意。

需对“纸面就业”零容忍
日前，《北京青年报》曝光了一些高校毕业生存在的“纸面

就业”现象。所谓的“纸面就业”，指的是一些大学生并没有真
正就业，而是假装找到了工作。为此，一些学校甚至制造虚假
的就业数据。

就业率是评估高校教育质量和专业培养能力的重
要指标之一，部分高校为了获得社会认可和影响力，进
行“纸面就业”这样的操作，既损害了学校的公信力，让
学生在择业时产生严重误判，也会误导相关政策的制
定，贻害甚广。要杜绝这样的“虚假繁荣”，需要教育部
门加强监管和审查力度，对“纸面就业”零容忍。同时，
学校应加强校企合作、就业辅导，为学生提供更广阔的
就业机会和发展空间。

落实带薪休假，关键是
保 障 休 假 自 主 权

□ 汪昌莲

7 月 31 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恢
复和扩大消费措施的通知，其中指出要全面落实带薪休假
制度，鼓励错峰休假、弹性作息，促进假日消费。加强区域
旅游品牌和服务整合，积极举办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活
动。

近年来，国家和地方一直在推动落实带薪年休假制度，
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带薪年休假对
于一些人来说，仍只是一个很美好的愿景。全国总工会第
八次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显示，32.8%的职工既没有享受带薪
年休假也没有得到补偿，6.4%的职工带薪年休假时间没有
达到规定天数。而人社部的调查显示，能够享受带薪年休
假的人数比例为60%左右，仍有部分用人单位带薪年休假落
实情况不尽如人意。基于此，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提出，全
面落实带薪休假制度，鼓励错峰休假、弹性作息，促进假日
消费。

事实上，早在 2019 年 8 月，人社部发布《法定年节假日
等休假相关标准》，对包括休息日、法定节假日、年休假、探
亲假、婚丧假五类休假标准予以明确。人社部指出，“休息
休假时间是劳动者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在国家机关、社会
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任职期间内，不必从事
生产和工作而自行支配的时间。”可见，这个休假“国标”，
体现了放假制度对民生的极大关注和尊重，保障了劳动者
的休息权。然而，劳动者在享受节假日福利的同时，希望
对现行的放假安排进行合理调整，建立更加科学化、多元
化、个性化和人本化的休假制度。

换言之，落实带薪休假，关键是保障休假自主权。首
先，有关部门应提高带薪休假制度的执行力，莫将年休假政
策福利，长期锁在“深闺”。比如，将职工带薪年休假执行情
况纳入各地、各部门年度目标责任考核，纳入创先评优范畴
等。同时，劳动监管部门应按照主动执法的原则，实行常态
化监管，对未执行带薪休假制度的企业，应严厉查处。再
者，员工在特殊情况下未休年假，用人企业应及时足额兑付
3 倍工资补偿。还有，合理调整带薪年假政策，允许假期跨
年度“零存整取”，让年假富有“弹性”，分流和缓解“集中式”
休假带来的资源和空间紧张，充分保障企业员工的休假自
主权。特别是，全社会要关心企业员工的身心健康，认真执
行好这个法定假日，维护员工的基本权益，促进劳资关系融
合和社会和谐稳定，提高员工的生活满意度。

用智慧和汗水弘扬抗美援朝精神

大运会女子双人 10 米跳台中国队获冠军

“金牌讲解员”和她的姐妹们：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致敬最可爱的她们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任然

7月31日，成都大运会第三个比赛日，
跳水比赛开启。张家齐与掌敏洁以高出第
二名近100分的成绩，精彩夺金。

张家齐是本届成都大运会上中国体育
代表团第一个亮相的奥运冠军。在2020年
东京奥运会上，张家齐夺得了跳水女子双人
十米跳台冠军。而在刚刚结束的2023年世
界游泳锦标赛（以下简称世锦赛）上，张家齐
也获得了混合双人10米台冠军。

对于今天这个结果，似乎已在预料之
中，早在前一日，张家齐来到成都简阳跳水
场馆进行赛前训练和场地适应，她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就表示，来成都大运会就是奔着冠
军奖牌的。

资料显示，今年刚满19岁的张家齐，已
收获多项赛事的冠军。她2016年首次参加
全国跳水冠军赛，摘得女子单人十米跳台冠
军；2017年，在第十三届全运会跳水比赛
中，第一次参加全运会夺得女子单人十米跳
台冠军。正是在这次比赛中，她和同龄的掌
敏洁组队，还获得了女子双人十米跳台冠
军。

此后，张家齐和掌敏洁还在2018年的
国际泳联世界跳水系列赛北京站、第21届
国际泳联跳水世界杯、全国跳水冠军赛、雅
加达亚运会跳水比赛等多项赛事中搭档获

得了女子双人十米跳台冠军。
掌敏洁也讲述，她和张家齐是老搭档，

2016年就认识了，由于此前参加世锦赛，她
们为此次比赛只做了一周的准备，“一直很
有默契。”

相关报道显示，两位运动员早年运动生
涯中也有相似的故事，两人最初训练的体育
项目都不是跳水。

2008年，张家齐被母亲送到北京东城区
的一家体操俱乐部进行体操训练，但在练习
一段时间后，因身材不适合练习体操而被退
班。于是，张家齐又被送到国家体育总局的
跳水俱乐部，开始学习游泳、跳水。2010年，
北京跳水队去张家齐所在的俱乐部挑选小运
动员，时年不到七岁的张家齐被选入北京跳
水队二线队，正式开始专业的跳水训练。
2014年，张家齐进入北京跳水队一线队。

据掌敏洁的父亲讲述，掌敏洁5岁时，他
正在上海体育职业学院打工，有机会熟悉了
解各个体育项目，便选择送掌敏洁去学校游
泳队学习。“后来教练跟我说小敏洁腿脚有
力、走路有劲，更适合练跳水，于是就从游泳
改学跳水了。”2014年，掌敏洁入选上海跳水
队。2016年，掌敏洁正式进入国家队训练。

据悉，此次中国大学生跳水队共派出了
18名运动员参赛，将向跳水大项的13个小
项15枚金牌发起冲击，向世界展现中国跳
水队的实力。

位于辽宁省丹东市鸭绿江畔英华山上的抗美援朝纪念
馆，是一座全面反映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战争和抗美援朝运
动历史的专题纪念馆。馆内有30多位专职或兼职讲解员，
其中有9位是军嫂或曾经是军嫂，被誉为“九朵金花”，她们
用智慧和汗水弘扬抗美援朝精神，构成一道亮丽风景线。
在纪念抗美援朝胜利70周年之际，本报以4位讲解员弘扬
抗美援朝精神的故事，向“最可爱的人”致敬

2022年3月17日，丹东市制定《在
全市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实施方案》，
把讲解员陈晨参与编写的6本有关抗
美援朝战争的书籍列入全市党史学习
教育教材。

2012年，陈晨来到纪念馆当讲解
员，由于她文字功底好，又善于研究，馆
领导安排她兼职“抗美援朝精神”编委会
编辑，后又任命她为馆内部刊物《抗美援
朝精神研究》的执行编辑。

陈晨萌生编写抗美援朝书籍的想
法，源于一些参观者的建议：陈列馆展示
的内容毕竟有限，何不利用接触抗美援
朝老兵多的机会，编辑出版抗美援朝战
争书籍，让更多的人学习抗美援朝精神
呢？于是，她把编写抗美援朝战争书籍
的想法，与纪念馆副馆长、研究员张校瑛
作了汇报，结果两人的想法不谋而合。

就在这时，从江苏淮安来了一位叫
何衡昆的抗美援朝老兵，经过深入了解，
陈晨得知他曾两次入朝参战，屡立军

功。2000年9月，他作为团长，代表国
家率领由50名志愿军英雄、模范、功臣
组成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老战士访朝代
表团”访问朝鲜。听说何老想把自己参
加抗美援朝那段经历写出来时，她立即
向军史专家、抗美援朝精神研究会秘书
长宋群基作了汇报。很快，他们决定为
何老编辑出版一本书。于是，他们利用
星期天、节假日的“业余”时间，整理何老
的手记和回忆录，历时两年，终于在
2017年出版了24万字的《老兵的家国
情怀》。

“挖掘红色教育资源，讲好红色故
事，传承红色基因，是讲解员的又一职
责。”纪念馆领导介绍，从2018年起，纪
念馆成立工作专班，围绕抗美援朝战史、
抗美援朝丹东遗址寻踪、抗美援朝老兵
新历，编写、绘就《抗美援朝精神图谱》系
列丛书，推出了《抗美援朝征战纪实》一
书，成为学校、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等
开展党史和国防教育的教材。

“你们可来了!”年过九旬的抗美援朝老
兵韩德彩一见到讲解员冷晓嫒就急切地念
叨。

冷晓嫒听了之后心里特别酸楚，她能
感受到老人家的这种心情，更体会到对抗
美援朝老战士进行抢救性挖掘战斗故事的
重要意义。

“到目前为止，我和全馆讲解员已经采
访了690多位抗美援朝老战士，他们中最年
轻的88岁，年龄最高的99岁。”回想采访历
程，冷晓嫒感触颇深。尽管担任讲解员16
年，可她大部分时间不是讲解而是为新讲
解员实施培训。

起初，冷晓嫒挖掘抗美援朝老兵故事，
只是为了充实丰富纪念馆的讲解词，可后
来她觉悟到：抢救挖掘抗美援朝故事，对人
们了解“红色家谱”，接受精神洗礼，传承红
色基因，激励人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具
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为此，她和其他讲解员坚持利用业余
时间，请这些抗美援朝老兵口述当年在战

火硝烟中看到、听到、经历过的战斗故事，
用手机录制视频，并把录音整理成文字，对
缺少细节内容的，就多方查找历史资料，一
一核实，直至把内容补充翔实。可随着被
采访人数的增多，她们越发觉得有些力不
从心。于是，她们向丹东广播电视台发出
倡议，很快广播电视台派记者加入了“抢救
挖掘红色故事”的行动之中。

“向健在的抗美援朝老战士进行抢救
式挖掘故事，同行军打仗一样，要争分夺
秒。”冷晓嫒说，大家都知道这项任务的重
要性，几乎每天在和时间赛跑，力所能及地
争取多采访一些抗美援朝老战士。有些年
岁大、各种慢性病缠身的老兵，有的吐字不
清，有的听力下降……与他们沟通交流比
较困难。有时为挖掘一个故事，大家总是
不厌其烦地打各种手语，有时不得不找老
兵的儿女当“翻译”。“不管遇到多少困难，
也要把老兵经历的战斗故事整理出来。”已
抢救挖掘上千余个红色故事的冷晓嫒激动
地说。

□ 姜玉坤

跨越1000多公里，“90后”讲解员裴亚男和
同事于2023年2月26日，赴山东省沂源县探访
了战斗英雄、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志愿军老战士
朱彦夫。

“讲了6年老英雄故事，今天终于见面了。”尽
管有心理准备，可一见面，裴亚男还是被眼前这一
幕震撼了：失去四肢和左眼的朱爷爷，虚弱地躺在
床上……他没有讲述当年参加长津湖战役时的残
酷，而是轻轻述说着他回村务农，带领百姓治理荒
山、兴修水利、发展教育的故事。难以想象，这个
没有双手、没有双腿的人，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
是如何带领乡亲拼搏奋斗的？

“探访抗美援朝老前辈，除了崇敬之外，就是
学习，吸取精神力量，充实自己。”裴亚男是一名军
嫂，2017年到抗美援朝纪念馆工作，6年里，她只
要有空闲，就想方设法去拜访抗美援朝老兵。城
里的乡下的，省内的省外的，只要知道的都去探
访。据不完全统计，短短5年，她和同事探访慰问
抗美援朝老战士千余人次。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2019年11月30
日—12月8日，第二届全国红色故事讲解员大赛
在上海开赛，大赛历时9天，经过激烈角逐，抗美
援朝纪念馆讲解员裴亚男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荣获
全国十佳“金牌讲解员”。

有一次，馆里来了一名喜爱读抗美援朝战争
史的小男孩，由于他问的问题多、参观速度慢，裴
亚男索性单独给他讲解，连午饭都没顾上吃。

“这个孩子虽然是初一的学生，却提出了不少
深层次的问题。”裴亚男笑着说，“当讲解员6年第
一次遇到这个情况。幸亏我储备的有关抗美援朝
战争的历史知识还足够，否则真可能被问蒙了。”

纪念馆副馆长张校瑛说：“这种‘问不倒’既源
于讲解员们日复一日的积累与学习，也离不开坚
持探访抗美援朝老战士。”在抗美援朝纪念馆，每
个讲解员都有着不同版本的讲解词，其中相当一
部分讲解词的丰富与完善，都来自探访抗美援朝
老兵。

“问不倒”的“金牌讲解员”

“文物承载着历史文化的记忆，也
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红色基因。”担任讲
解员11年来，王俏只要有时间就去征
集抗美援朝文物。

2014年,抗美援朝纪念馆启动改
扩建工程，王俏利用工作余暇，加大文
物征集力度。每次有志愿军老首长、老
战士、抗美援朝支前人员及其子女、亲
属等来参观，她都主动征集，结果在工
作岗位上，为纪念馆征集了不少具有较
高收藏和展示价值的革命文物。

有一次，从上海来了两位抗美援朝
老兵的后代，听了她声情并茂的讲解，
尤其听完他们父亲所在部队参加的长
津湖战役讲解后，当即表示要把家里的
文物捐赠出来。回到上海家中不到一
周，7件文物就被快递到纪念馆。

下乡征集文物是件苦差事。路途
远，翻山越岭，饥一顿饱一顿在所难
免。可每次征集到文物后，她的“心里
特别舒服”。每次出门，她与其他讲解
员一起行动，征集文物时，她们总是“用

心听、用心记、用心揣摩，形成不少‘文
物背后的经典故事’，用于讲解之中”。

“文物是纪念馆的‘魂’，只有让文
物开口‘说话’，才能更多地讲好抗美援
朝战争故事。”如今算下来，王俏直接或
间接征集的文物少说也有上百件。

在征集文物过程中，王俏也有意
外收获。2013年，王俏到一位抗美援
朝老兵家征集文物，与来探访这位老
兵的邹纯章邂逅，结果谁也没想到，同
是单身、同是丹东人的他们，两年后竟
然因为那次偶遇结为伉俪。如今，两
人还经常利用休假时间上山下乡征集
文物。

裴亚男

让文物“说话”才能讲好抗美援朝故事

抢救挖掘千余个红色故事

2020年9月19日，志愿军老战士在少先队员和讲解员的陪同下参观抗美援朝纪念馆。 新华社记者 杨青/摄

王俏

冷晓嫒 陈晨 编写出版6本抗美援朝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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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齐掌敏洁组合以高出第二名近100分的成绩夺金


